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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浙江省松阳县农业局，323400) 

稻田水狼蛛占蜘 蛛 总量的 18．1—52．8％， 

平均达 35．8％，主要种类有拟水狼蛛 (Pirata 

#mbpiraticus)、弓水狼蛛 (P．procurous)，它 

们均栖息于稻丛基数，捕食稻飞虱、叶蝉为主， 

捕食量大，是稻田害虫最主要捕食性天敌类型， 

对开展综合防治有 一 定 的 意义。为此我们于 

1986年 6—9月正值早稻抽穗灌浆期， 在松阳 

县大东坝稻田对水狼蛛作了调查，并统计判别 

其空间分布类型，并按 1wao的抽样公式对其 

抽样数量进行探讨。 

一

、 材 料 和 方 法 

(一)调查方法 选取各种类型的早稻田， 

采用平行眺跃式，单行直线取样，每蚯田以丛为 

单位，调查 1000丛共计调查 1O组，逐丛记载水 

狼蛛数量，按原位绘制在事先设计的座标图上。 

(=)统计方法 列出各组水狼蛛频 次 分 

布统计表(见表 1)，然后计算出平均数 ( )、方 

差 ( )及平均拥挤度，以下列三种方法判别水 

狼蛛空间分布： 

1． ／ 指数 根据 1wao(岩俊一)判断： 

／ < l时为均匀分布 

／ 一 1时为随机分布 

／ > 1时为聚集分布 

2．1wao法即平均拥挤度 与平均数 的 

自回归 扇 一 a+ 

一 景 卷 ，f●_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·——————·——————— —·一 ●_J ( ) 一(三 ) ／，I 
当 < 1时，分布图式属均匀分布型 

一 1时，分布图式属随机分布型 

> 1时，分布图式属聚集分布型 

· 3矗 。 

弓 7 ，=1 

3．Taylor法 即平均数 与方差 ，的 

幂法则 log 一 log口+6log 

6一 至： ￡二 兰 至：兰 ! f2> 
(10g ) 一 (z log ) ，，I 

当6< 1时，分布图式属均匀分布型 

6— 1时，分布图式属随机分布型 

6> 1时，分布图式属聚集分布型 

(三)理论抽样数的计算方法 

根据 1wao的抽样公式 

(半 + _1) (3> 
求取理论抽样丛数。 

式中：N为所需的理论抽样丛数 

l一 1为概率保证 

D— O．3为置信区间即允许误差 

为某田调查前估计密度 

、 为以平均拥挤度 为指标所 溅． 

得的分布时的截距和斜率理论值。 

二、结 果 与 分 析 

(一)空间分布型 

1． ／ 指数法 由各组水狼蛛的平均数 

)和平均拥挤度 ( )计算得出的 赢 (见 

表 1)，可见 1O组中有 5组属均匀分布，4组属 

聚集分布，1组为随机分布。 

2．1wao法 平均拥挤度 ( )与 平均数 

( )的自回归，将表 1各组数据代入公式(1)计 

算出 一 O．4671， 一 0．1051，根据 1wao法密。 

度扩散系数的标准判断，水狼蛛属于均匀分布。 

3．Taylor法 平均数 (；)与方差 ( )的 

幂法则： log 一 log口+ log ，将表 1各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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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l 水狼蛛分布调查浙江松阳 1986．6—7 

丛 蛛 数。 

田 号 丛数 虫量 平均数 方差 ，。 平均拥 赢fi 
挤度 0 

l 2 3 4 5 6 7 8 

l 1000 69l 263 37 6 3 0 0 0 0 367 0
．367 0．3787 0．3989 1．0869 

2 1000 6l0 35l 36 3 0 0 0 0 0 432 0
．432 0．3357 0．209l 0．4840 

3 1000 807 l72 l7 4 0 0 0 0 0 2l8 0
．2l8 0．2287 0．267l 1．2252 

4 1000 782 l 98 l8 2 0 0 0 0 0 240 0
．240 0．2306 0．20l0 0．8373 

5 1000 853 l36 ll 0 0 0 0 0 0 l58 0
． 158 0．1552 0．1402 0．8875 

， 6 1O00t 937 57 多 l 0 0 0 0 0 70 0
．070 ·0．O8l2 0．2297 3．28l9 

7 1000 975 24 l 0 0 0 0 0 0 26 0
．026 0．0274 0．0798 3．07l0 

8 1000 889 99 1 2 0 0 0 0 0 0 1 23 0
． 123 0．1·320 0．1962 1．595l 

9 1000 772 208 1 8 2 0 0 0 0 0 250 0
． 250 0．2357 0．1928 0．77l2 

l0 lO00 908 89 3 0 0 0 0 0 0 95 0
．095 0．092l 0．0641 0．6750 

表2 不同水狼蛛密度下和丛的理论抽样丛数 

数＼  髓 ● 
＼  ＼ D 

平均蛛数 头 ： 0．1 0．2 0．3 平均蛛数(头，丛) ＼ 
0．05 2156．7 538．7 

， 240．1 

0．10 l051．7 262．7 l17
． 1 

0．15 683．4 l70
．7 76．1 

0．20 479．2 l24．7 55
． 6 

0．25 388．7 97．1 43
． 3 

0．30 3l5．0 78
． 1 35．1 

0．35 262．4 65．6 29
．2 

O．40 223．0 55．7 24
．9 

0．45 1 92．3 48．0 21
．4 

0．50 l67．7 41．9 l8
．7 

资料分别代入公式(2)计算得出b— O．5660，根 

据 Taylor的标准判断水狼蛛属于均匀分布。 

以上计算结果综合分析认为，水狼蛛在早 

稻上的空间分布型属于均匀分布。 

(=)理论抽样数的确定 

将已求得的水狼蛛分布的截距和斜率理论 

值 口一O．1051， 一o．4671代入公式(3)，计 

算 获得水狼蛛的理论抽样数量公式： 

． N一 ( 一o．5329)， 。 D ＼ ／’ 
D一 0．1；O．2；0．3时算出不同蜘蛛密度下所需 

的稻抽样数(见表 2)。 当 D一 0．3时，其抽样 

且 数： 

Ⅳ一 曼 一 5
．927． 

三、结 语 与 讨 论 

1．水狼蛛丛 平 均密度在 O．O70—0、4320头 

之间时，根据 癌／ 指数法、1wao法、Taylor 

法计算的结果，综合分析水狼蛛的空间分布型 

属于均匀分布。 

2．水狼蛛田间理论抽样数随密度增加可以 

适当减少。当 D一0．3时，其抽样数计算公式为 

N 一 一 5．927。 

其序贯取样计算公式有待于今后作进一步的研 

究，以便保护利用水狼蛛来控制害虫。 

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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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s 四种动物耗曩事与 H 相莱关系的回归分析 

褐 家 鼠 黄 胸 鼠 小 家 鼠 臭聃 

数量(只) lO2 28 l2 27 

耗氧率(毫升氧／4"时 ·克) 1．64±0．599 1．53士0．612 7．49士5．977 2．O8士0．604 

血红蛋白(克％) l3．92±2．37 H．39士2．23 l5．264-_2．8l l7．13士2．37 

相关系数 (r) O．O36 ——0．060 —0．245 O．3l5 
～ 

r．．I， df 0．195 0．374 0．576 O．38l 

表 6 四种动物雌雄闻耗曩率和 Hb 的比较 

耗氧率比较 血红蛋白含量比较 
种 类 性 别 

数 量 耗 氧 率 t tO．O， 数量 - 血红蛋白 t t．-05 

54 6．75+ 1．69 52 l3．58± 1．94 

褐家鼠 1．32O 1．980 1．502 1．980 
52 6．34士1．49 50 l4．28士2．72 

l9 4．66士 1．27 l8 l3·89士1．96 
黄胸鼠 1．203 2．048 1．3O 2．056 

II 5．33士 I．77 l0 l5．12+2．60 

， 

6 9．86士2．57 5 ¨ ．2O士3．42 

小家鼠 1．15l 2．060 1．t05 2．225 
II l4·4O士9·34 7 l6．00+2．25 

8 5．83士1．I6 8 l6．85+2．26 

臭 且lI 0．290 2．056 0．390 2．060 
20 6．02士1．I9 l9 l7．25士2．47 

(四)耗I|【率与 Hb 之间的关系 以每一 

个体的耗氧率与 Hb含量作回归分析(见表 5)。 

进而对表5中相关系数 r进行 t检验。结果表 

明：耗氧率与血中 Hb含量相关不显著。 

(五)不同性另q耗I|【率与 Hb含量的比较 

在 种内，两性间的耗氧率和 Hb含量(见表 6)。 

经 t检验，-四种动物雌雄性间的耗氧率 和 Hb 

含量均无显著差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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